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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凝聚子群的虚拟社区社会网络结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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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中的虚拟社区是现代舆论传播最为自由的空间 ,良好的社区交流利于舆论的有序发展 ,反之 ,

如果社区中出现欺诈或不文明情况时 ,将严重影响网络舆论的有效发展。因此对网络虚拟社区进行有效

管理对国家经济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而要对网络虚拟社区进行有效的管理 ,首先必须了解

网络虚拟社区中人员交流的特征。本文采用网络挖掘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相结合的方法 ,对虚拟社区的

典型形式之一 ———网络论坛中的社区模式及成员间交流的特征进行了凝聚子群分析 ,并对划分出的子群

进行凝聚性检验。得出结论 :网络论坛中成员间通过交流形成不同的虚拟社区 ,社区内部成员具有明显的

凝聚性 ,社区间的成员联系则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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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的快速发展使网络虚拟社区成为现代舆论

形成的主要阵地。而网络虚拟社区中传播主体的匿

名性、传播的及时性等新特征使传统舆论管理的方

法和手段失效 ,即政府无法对网络舆论实施及时、有

效的管理 ,从而出现网络信息失真、网络诈骗及网络

信息侵犯个人隐私等情况 ,在不利于网络舆论良好

发展的同时 ,损坏政府的公信力 ,最终严重影响政府

和民众之间的良好沟通 ,导致网络舆论突发事件产

生 ,给社会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发展及个人的发展带

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 ,要真正发挥网络舆论

的力量 ,使其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做出更

大的贡献 ,必须寻找有效的网络舆论管理手段填补

网络舆论管理的真空。

为此 ,伴随着网络挖掘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技术的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一领域进

行了研究和探讨。在国外 , Wellman 探讨了人们在

生活中的私人社区[1 ] ;J eff rey Heer 等探讨了互联

网上社会网络的构成[2 ] ; Michael Chau 等利用社会

网络分析探讨了博客空间的虚拟社区[3 ] ; A1 Are2
nas 等对社区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4 ] 。在国

内 ,郭绍忠等基于邮件联系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构建

方法 ,并借此探讨社团的挖掘算法的改进和优化[5 ] ;

梅中玲利用 Web 信息挖掘 ,发现网络舆情、分析网

络舆情的起源及网络舆情受众[6 ] ;郝小花提出了基

于 Web 数据挖掘技术的用户社区聚类方法和相关

量化技术[7 ] 。

但是 ,以上学者在进行探讨时 ,并未将网络挖掘

和社会网络分析的技术分析最终利用到网络舆论的

管理中来。以上研究主要是基于网络这一客体进行

的技术上的研究 ,缺乏对网络虚拟社区中成员间行

为的研究。鉴于此 ,本文借助网络挖掘技术和社会

网络分析技术 ,将虚拟社区中最为普遍的网络公共

论坛作为整个研究的平台 ,对网络虚拟社区中的公

共论坛中的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从而了解整

个公共论坛中成员的行为 ,便于政府对网络舆论进

行管理 ,引导网络舆论向良好方向发展。本文的主

要思路是 :首先从公共论坛中提取成员的基本属性

数据及其相互间的交流的数据 ,并将其转换为适合

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数据形式 ;然后利用现有的社会

网络分析技术 ,分析网络论坛中各个成员间的交流

活动 ,探讨整个网络论坛中社区模式及成员间交流

的特征 ,从而为网络公共论坛中的网络舆论管理提

供依据 ,将网络舆论置于政府的有效管理下 ,并更大

程度地发挥网络舆论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有利作

用。

1 　研究方法

整个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两步 :首先利用 Web

Mining 技术对网络论坛中的数据进行提取和转换

等 ,为社会网络分析准备相应数据 ;然后对转换后的

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分析 ,探讨虚拟社区中的社会网

络结构。

在数据准备阶段 ,主要是从网络公共论坛中提

取网络论坛中各个成员的属性数据及相互间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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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然后对提取的数据进行处理 ,转换为适合于社

会网络分析的结构性变量 ( st ruct ural variable) 和组

件性变量 (composition variable)数据。

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时 ,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分

析 : ①整个社会网络中各个成员威望度的计算 ; ②根

据各个成员的威望度选择要进行子网探测的成员 ;

③对构建的新社会网络进行无向化和无值化处理 ;

④对处理后的社会网络进行子网探测 ,主要的方法

有集团化 (cliques)子网探测和半径为 n 的集团化子
( n2cliques)网探测 ; ⑤对探测出的子网逐个进行凝

聚力分析。整个研究的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 Web Mining 的虚拟社区社会网络结构分析框架图

111 　数据模型

在进行数据准备之前 ,首先设计好社会网络分

析需要的基本数据的属性和类型 ,构建合适的数据

模型 ,即首先必须选择好需要准备的数据的属性。

在这里数据模型中的数据属性主要包括两类信息 :

①成员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成员状态、性别、学院、学

历等 ,如表 1 所示 ; ②成员在论坛中的交流信息 ,主

要有发帖被跟数、跟帖被跟数、共同跟帖成员、跟其

帖子成员等 ,而此类信息又可以分为两部分 ,即发帖

的基本情况和跟帖的基本情况 ,分别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表 1 　论坛成员的基本信息表

属性 类型 属性说明 属性 类型 属性说明

成员编号 Normal 论坛中成员的标识 学院 Normal 成员所在的学院

成员状态 Binary 成员是实名用户还是匿名用户 学历 Normal 成员注册时的学历

性别 Binary 成员注册时所填的性别 年级 Normal 成员交流时所处的年级

表 2 　发帖基本情况表

属性 类型 属性说明 属性 类型 属性说明

发帖人编号 Normal 发帖人对应的成员编号 发帖时间 Normal 帖子发出的时间

帖子编号 Normal 为了记录而定的帖子的编号 发帖内容 Normal 帖子的主要内容

表 3 　跟帖基本情况表

属性 类型 属性说明 属性 类型 属性说明

所跟帖子编号 Normal 所跟帖子的记录编号 跟帖时间 Normal 跟帖的时间

跟帖人编号 Normal 跟帖人对应的成员编号 跟帖内容 Normal 跟帖的主要内容

　　在以上数据模型的基础上 ,要进行社会网络分

析 ,还必须将以上数据模型转换为适合社会网络分

析的数据模型。在社会网络分析中 ,主要包括成员

编号、成员间交流的次数 ,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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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数据准备和转换

依据以上的数据模型提供的数据属性 ,结合网

站运行的备份文件 ,从网站的后台数据库中提取相

关属性的数据。社会网络分析接受两类数据变量 ,

即结构性变量和组件性变量。组件性变量主要用于

衡量各个成员的属性 ,可以直接提取得到各个成员

的属性数据 ;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结构性变量主要表

示成员间交流的信息 ,主要通过统计得到。

表 4 　各个成员间交流次数表

属性 类型 属性说明

成员编号 1 Normal 论坛中成员的标识

成员编号 2 Normal 与前一个成员有交流的成员的标号

两成员间的交流数 Normal
以上两个成员的交流数 ,主要通过

帖子的编号识别两个成员的交流

　　由于 Web Mining 提取的数据是一条条的记

录 ,而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时需要的是各个成员之间

联系的矩阵 ,所以必须将采集的数据转换为适合社

会网络分析的社会关系矩阵。其具体步骤是 : ①以

帖子的编号作为主关键词将发帖基本情况表和跟帖

基本情况表结合起来 ,得到各个成员间发帖和跟帖

的情况 ; ②依据步骤 ①的结果统计每两个成员之间

联系的次数 ; ③将所有成员之间的联系统计出来 ,构

造其相邻矩阵 ,矩阵中的数值即为每两个成员之间

联系的次数。

113 　数据选择

根据 112 节所述 ,通过以上 Web Mining 实现

数据提取和数据转换后 ,可得到一个节点之间联系

的矩阵 A ,其值 aij 表示第个成员对成员 j 的帖子的

跟帖数量。但是在这个网络中 ,由于节点的数目太

大 ,直接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是不可能的 ,所以必须从

整个社会网络中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成员进行研

究。

在一个社会网络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节点一定

与更多的其他节点发生联系 ,所以衡量节点的重要

性时常用在整个社会网络中与其联系的节点的多少

即节点的集中度来衡量。当社会网络矩阵 A 是一

个有向的社会网络时 ,节点之间的联系存在着方向

上的差别 ,即节点 i 和节点 j 的联系存在着进出之

分 ,此时节点的集中度有出集中度和入集中度之分。

将第 i 个成员的出集中度用 COD ( ni ) 表示 ,入集中

度用 CID ( ni ) 表示[8 ] 。则 :

COD ( ni ) =
∑

n

i = 1
aij

∑
n

i = 1
∑

n

j = 1

aij

; (1)

CID ( ni ) =
∑

n

j = 1
aij

∑
n

i = 1
∑

n

j = 1
aij

。 (2)

通过以上集中度的计算 ,就可以对网络公共论

坛中成员进行选择 ,将集中度小于一定程度的成员

删除 ,同时也将这些成员的联系从整个社会网络中

删除 ,最终形成一个由集中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成员

组成的虚拟社会网络。

114 　数据预处理

在进行子网探测时 ,由于大部分的子网探测方

法都是对无向和 0 - 1 的社会关系矩阵进行子网的

探测 ,而依据以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得到的社会网

络是带方向的、带值的社会关系矩阵 ,所以必须对社

会网络进行无向化和无值化处理。

假设通过以上的方法得到一个社会关系矩阵

A ,其中 aij 表示第 i 个成员对成员 j 的帖子跟帖的

数量。以下介绍无向化处理和无值化处理。

1)无向化处理。

矩阵中 aij 表示第 i 个成员对成员 j 的帖子跟帖

的数量 , aji表示第 j 个成员对成员 i 的帖子跟帖的

数量。这两个联系都可以反映节点 i 和 j 之间的联

系 ,为了将二者共同考虑进社会网络分析中来 ,并形

成一个无向的对称矩阵 ,常采用式 (3) 进行处理。

bij = bji = min ( aij , aij ) 。 (3)

2)无值化处理

为了把矩阵 A 转换成一个只表示节点之间是

否有联系的布尔矩阵 ,首先必须根据矩阵 A 的取值

情况 ,确定一个节点之间联系强度的值 C ,然后利用

式 (4)进行转换。

x ij = x ij =
1 　if 　bij = bji ≥C

0 　otherwise
。 (4)

115 　子网探测

通过以上社会关系矩阵的无向化和无值化的处

理 ,将得到一个表示各个成员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

社会关系矩阵。以下将依据这个矩阵探讨整个社会

网络中虚拟社区的子网探测。

网络论坛中的虚拟社区是指由网络公共论坛中

某些具有共同兴趣的成员构成的团体 ,在这个团体

中 ,各个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兴趣或同时被卷入某

一事件。探讨整个网络论坛中的虚拟社区 ,就是从

构建的社会网络分析中探讨具有某一相同特征或属

性的子网络。为此 ,以下主要介绍社会网络分析中

的子网探测。

11511 　集团化( cl iques) 和半径为 n 的集团化 ( n2
cl iques)子网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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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思路。

在整个虚拟社会网络分析中 ,最核心的部分是

探讨整个社会网络中的子虚拟社区 ,即社会网络的

子网探测。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子网探测的方法很

多 ,最主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是集团化 (cliques) 子网

探测。其基本思路是寻找满足以下条件的一些子

网[9 ] :

①子网内部各个节点之间都存在着强力的联

系 ,即节点之间都是直接联系的 ;

②子网外部没有节点与子网内部所有节点都存

在直接联系或节点间的距离不超过规定的长度。

2)基本步骤。

步骤 1 :建立各个节点之间距离不大于 n 的节

点之间联系布尔矩阵 A。

步骤 2 :产生初始子网。Cliques 中子网的节点

个数不得小于 3 ,因此最先寻找节点数为 3 的子网。

①寻找出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 ,即矩阵中值为

1 的两个节点 ,得到所有节点联系的集合 C2 ;

②在两个节点存在联系的基础上 ,寻找与这两

个节点共同存在联系的点。主要是利用以上节点联

系的集合 ,将集合中各个元素中的前缀即有联系的

第一个节点相等的元素作为三节点最大团的第一个

元素 ,然后看剩余的两个节点是否存在联系 ,如果

有 ,则形成新的 3 节点最大团。计算完毕后 ,将得到

一个拥有三个节点的最大团的集合 C3 , 即初始子网

的集合。

步骤 3 :产生 K 节点的最大团子网的集合。在

此主要是采用 Ck- 1 ×Ck- 1 方法产生节点为 K 的最

大团子网的集合。

假设 K - 1 节点的最大团的集合 Ck- 1 的各个最

大团是一个事件 ,每一个事件含有 K - 1 个节点 ,设

A 和 B 是两个事件 ,其中 A ∈CK- 1 , B ∈CK- 1 , 当两

个事件满足条件 ai = bi ( i = 1 ,2 , ⋯, k) ak- 1 ≠bk- 1

并且 X ak- 1 bk- 1 = 1 时 ,将得到一个新的 K 节点的最

大团 D , D = { a1 , a2 , ⋯, ak- 1 , bk- 1 } 。

停止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停止寻找最大

团 :

①k 个节点的最大团子网中不存在有相同 k - 1

个节点相同 ;

②k 个节点的最大团子网中存在有相同 k - 1

个节点 ,但剩余的节点之间不存在联系。

11512 　子网探测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子网探测办法将整个社会网络划分为

不同的多个子网络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 ,主要是利用

子网的凝聚力对子网的性能进行分析。即对于一个

子社会网络 ,如果子社会网络内部的节点之间的联

系强度大于子网内部节点与其外部节点之间的联系

强度 ,则说明这个子社会网络的凝聚力强。

基于此理念 ,假设整个社会网络为 L ,包含有 g

个节点 ,矩阵 X表示 g 个节点之间的联系。先存在

一个探讨出的子网 Ls ,包含 gs 个节点 ,则这个子网

络的凝聚力的计算公式为 :

∑i ∈Ns ∑j ∈Ns
x ij / gs ( gs - 1)

∑i ∈Ns ∑j | Ns x ij / gs ( g - gs)
。 (5)

如果这个比率大于 1 ,表示子网内部的联系强

于子网与子网外的联系 ,则说明子网的凝聚力强 ,这

样的子网划分利于网络舆论的管理 ;否则说明子网

的凝聚力不强 ,这样的子网划分对网络舆论的管理

没有多大的帮助。

2 　实验展示

为了验证整个研究流程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

我们将利用网络论坛中一段时间内某一板块的成员

间的交流信息数据进行试验。以下介绍整个试验的

过程。

211 　数据收集

根据以上数据模型的描述 ,需要产生两方面的

数据 ,即表示成员属性的数据和表示成员间交流的

数据。而对于两种不同属性的数据采取不同的数据

产生方式。

对于表示各个成员属性的数据 ,主要依据各个

成员的注册信息得出 ;而成员间交流的信息主要由

发帖基本情况表和跟帖基本情况表反映 ;成员间交

流信息的数据主要是针对一个帖子进行的记录 ,即

某一个帖子由谁发表、有哪些成员跟帖。据此 ,从论

坛的后台备份数据库中得到需要的记录。我们从论

坛的某一板块中选取 195 个成员在 2008 年 3 月至

9 月的交流信息进行实验 ,得到发帖和跟帖记录数

据共 78956 条。

212 　数据转换

通过以上方式得到的数据无法直接用于社会网

络分析 ,必须进行处理和转换。

对于表示成员属性的数据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

有一类数据变量 ———组件性变量与之对应 ,无需做

很大的处理。

而表示成员间交流的数据 ,在产生时是用表格

表示的 ,但是在社会网络分析中 ,数据信息通常是使

用图形或社会关系矩阵来表示的 ,为此必须对原有

的数据进行处理并转换。在此主要是利用 212 节所

述的方法进行数据的转换。首先将 195 个成员之间

的联系统计得到交流 553 对关系 ;然后将其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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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接矩阵 ,得到一个 195 ×195 的社会关系矩阵 ,设

为 A ,则矩阵中的值 aij 表示第 i 个成员对成员 j 的

帖子跟帖的数量。以下利用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

213 　数据选择

主要是选择对整个社会网络影响力大的成员 ,

并删除对社会网络影响小的成员 ,采用 113 节所述

的成员威望度计算得出成员的出集中度和入集中

度 ,然后将出集中度和入集中度相加 ,选取其和大于

0101 的成员 ,共 38 个。如表 5 所示。

表 5 　筛选出的各个节点的出集中度和入集中度之和

节点 6 10 12 15 22 26 32 38 41 43

集中度和 01 1615 010332 01 0245 01 0225 010105 01 0144 010137 011431 01011 010150

节点 44 59 62 67 73 77 81 85 96 97

集中度和 01 0149 010115 01 0348 01 0237 010149 01 0344 010104 010127 01 0632 010919

节点 102 105 113 116 120 122 134 135 147 151

集中度和 01 0137 010123 01 0183 01 0169 010772 01 0143 010410 010516 01 0481 011054

节点 152 154 165 170 180 182 188 189

集中度和 01 0192 010186 01 0208 01 0317 01 153 01 0962 010566 010337

　　通过以上集中度的计算 ,选取如表 5 所示的 38

个节点构建新的社会网络。为此 ,利用 11312 节所

述的方法将原有社会网络的其他成及其相关的联系

删除 ,最后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网络 ,利用社会网络分

析工具 Pejak 可以得到各个成员的交流信息图。

214 　数据处理

通过以上成员的选择 ,构建了一个以网络论坛

中成员为节点、成员间的发帖和跟帖为节点联系的

社会网络。而这个社会网络是带值和带向的 ,因此

必须无向化和无值化处理。在此 ,主要利用 114 节

所述的方法进行无向化和无值化处理 ,得到节点间

联系的对称矩阵。

215 　子网探测

为了探讨整个网络公共论坛中的虚拟社区 ,即

探讨由具有某一共同属性或共同爱好的成员所组成

的社区 ,可利用社会网路分析中的子网探测进行。

以下针对以上处理后的节点间联系矩阵 ,分别利用

集团化和半径为 n 的集团化子网探测方法进行子网

探测。

21511 　集团化( cl iques)子网探测

利用 11511 节所述的集团化子网探测的思路和

方法进行子网探测。即寻找最大的子网 ,使得在这

个子网内部的各个元素之间都存在直接联系。

依据子网探测方法的计算步骤 ,首先得到 419

个初始三节点的最大团 ,然后得到 403 个四节点的

最大团、187 个五节点的最大团、39 个六节点的最大

团和 3 个七节点的最大团。由于将这些所有的子网

穷举出来会使子网的代表意义降低 ,所以必须寻找

最大代表性的最大团 ,即利用最少的最大团代表所

有的子网。综合后将得到最大团 18 个 ,但是节点 6

和 26 不满足任何最大团的定义 ,即其不属于任何最

大团。集团化 (Cliques)子网成员如表 6 所示。

表 6 　集团化( cliques)和半径为 2 的集团化( 22cliques)子网探测结果

Clique 集团化 (Cliques)子网成员 Clique 半径为 2 的集团化 (2 - cliques)子网成员

Clique1 1 3 8 20 30 35 36 Clique1 1 3 8 10 19 20 25 27 29 30 35 36 37 38

Clique2 8 15 16 27 36 37 38 Clique2 1 3 8 10 19 20 28 29 30 35 36 37 38

Clique3 1 3 17 25 30 36 Clique3 1 3 14 19 20 25 27 29 30 35 36 37 38

Clique4 3 8 20 24 30 35 Clique4 1 4 9 19 20 24 25 27 29 30 35 36

Clique5 4 9 19 20 22 35 Clique5 1 3 8 11 19 20 24 25 27 32 36 38

Clique6 8 15 16 27 36 38 Clique6 1 3 8 11 19 20 24 25 33 35 36 38

Clique7 1 7 21 29 36 Clique8 1 3 18 19 20 25 27 29 30 35 36

Clique8 1 4 19 20 34 Clique7 1 3 17 25 27 29 30 35 36 37 38

Clique9 1 8 10 28 30 Clique9 5 8 15 16 27 29 30 35 36 37 38

Clique10 2 13 30 35 36 Clique10 2 13 19 24 25 27 30 35 36 37 38

Clique11 3 14 19 25 35 Clique11 1 7 25 27 29 30 35 36 37 38

Clique12 12 19 25 27 35 Clique12 2 12 19 25 27 30 35 36 37 38

Clique13 8 24 25 33 35 Clique13 1 3 8 10 19 23 35 36 37 38

Clique14 8 25 27 32 36 Clique14 1 6 20 21 22 30 35 36

Clique15 5 8 11 35 Clique15 5 8 11 31

Clique16 1 7 23 36 Clique16 26 34 35

Clique17 2 13 18 35

Clique18 1 1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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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2 　半径为 n 的集团化 ( n2cl iques)子网探测

利用 11511 节所述的半径为 n 的集团化 ( n2
cliques)子网探测方法的思路和方法寻找子网 ,主要

探测这样的一个子网 :在子网内部任意两个节点之

间的距离不超过 n ,即任意一个子网的半径不得超

过 n。在此利用 n = 2 进行计算。

根据矩阵计算出所有节点之间距离少于 2 的布

尔矩阵 ,然后利用最大团的基本方法和步骤计算出

最大团 ,最终得到 1666 个 11 节点的最大团、360 个

12 节点的最大团、48 个 13 节点的最大团、3 个 14

节点的最大团等。同样 ,要利用最少的最大团代表

所有的子网并且把所有的节点都划分到固定的最大

团中 ,必须从现有的 22cliques 子网中寻找最大代表

性的最大团。归纳后得到 16 个最大团 ,半径为 2 的

集团化 (22cliques)子网成员如表 6 所示。

216 　子网凝聚力检验

在进行子网探测后 ,将整个社会网络划分为不

同的子网。一个子网内部的成员因为频繁的交流而

拥有共同的兴趣或爱好 ,从而形成一个虚拟社区。

但是 ,划分出来的社区是否好 ,即划分出的社区是不

是真正能将社区内的成员交流与社区内部成员和其

外部成员的交流划分开 ,这需要利用一定的方法进

行检验。

子网凝聚力检验首先是利用式 (5) 计算出各个

子网的凝聚力。集团化 (cliques)子网和半径为 2 的

集团化 (22cliques)子网的凝聚力分别如表 7 和表 8

所示。

表 7 　集团化( cliques)子网中各子网的内部联系和其内部节点与外部节点的联系的比率

Clique Clique1 Clique2 Clique3 Clique4 Clique5 Clique6 Clique7 Clique8 Clique9

比率 2117 21 9324 215946 21 2857 217429 31 0968 310556 518929 41 5833

Clique Clique10 Clique11 Clique12 Clique13 Clique14 Clique15 Clique16 Clique17 Clique18

比率 1165 21 1711 117935 21 1154 210625 21 8333 317778 219565 26125

表 8 　n2cliques 中各子网的内部联系和其内部节点与外部节点的联系的比率

Clique Clique1 Clique2 Clique3 Clique4 Clique5 Clique6 Clique7 Clique8

比率 11 0633 11 1207 019789 111729 11 4444 11 3565 11 0919 01 911

Clique Clique9 Clique10 Clique11 Clique12 Clique13 Clique14 Clique15 Clique16

比率 01977 01911 018235 018696 11 2389 11 0714 131 6 112209

　　然后根据计算出的凝聚力与 1 比较得出子网凝

聚力的强弱。在表 7 中 ,所有的比率都是大于 1 的 ,

所以这个子网探测出的子网的凝聚力都较强。但是

在表 8 中 ,有的子网的比率小于 1 ,主要是这些子网

内部的各个节点与子网外部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太

多 ,导致其比率小于 1。

3 　网络论坛舆论管理中的应用

通过以上的方法 ,可以将公共论坛中的任意一
个成员划分到不同的社区中。对整个社会网络进行

社区划分 ,可对网络舆论的管理提供以下方面的便

利。

1)为舆论引导提供依据。在网络舆论的引导

中 ,最主要的是需要探讨整个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 ,

即要实现网络舆论的引导首先必须把握网络舆论的

发展方向。而本文将整个网络划分为有限的几个子

网 ,即探讨整个网络的虚拟社区结构。通过对整个

虚拟社会网络中虚拟社区结构的探讨 ,将得到各个

社会网络中各个虚拟社区的共同爱好或共同的行为

模式 ,基于此可以预测各个虚拟社区在未来一定时

间内的行为模式发展方向 ,从而了解整个虚拟社会

网络舆论的行为模式发展。利用此行为模式发展方

向将可以预测网络中舆论的发展方向 ,从而为整个

网络中舆论的引导提供依据。

2)提高网络舆论管理的效率。目前政府无法对

网络舆论实施及时、有效的管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网络中的用户太多 ,同时鉴于人力、物力及技

术方面的限制 ,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用户进行跟踪管

理。为此必须从庞大的网络用户中寻找对整个网络

舆论有极大影响的用户 ,通过对这类用户管理实现

整个网络舆论的管理。而本文主要论述从一个庞大

的社会网络中筛出具有影响力的成员 ,然后据此构

建新的社会网络 ,并探讨此社会网络中包含的不同

社区 ,从而将整个虚拟的社会网络的管理落实到几

个不同社区的管理 ,从而提高整个网络舆论的管理

效率。

3)使网络舆论管理及时、具有超前性。网络舆

论管理较传统舆论管理的最大难处是网络的传播速

度快、信息传播及时 ,因此 ,要实现对网络舆论及时、

有效地管理 ,必须能及时制止一些可能导致网络舆

论问题的言论 ,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对整个网络

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超前性认识 ,能提前预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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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发展的方向。本文研究思路的最核心的部分是

将一个庞大的虚拟社会网络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社

区 ,而这些社区内部具有某一共同属性或某一共同

特征 ,社区内部的成员的行为模式也具有某些程度

上的相似。通过掌握不同社区的行为模式 ,可以对

整个社会网络的行为模式有所了解 ,也可以对整个

社会网络中网络舆论的发展进行一些预测 ,使得网

络舆论的管理具有超前性。

4 　结论

1)采用基于 Web Mining 的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 ,是适时、动态地对虚拟社区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

分析的可行途径。

2)对虚拟社区的社会网络结构进行分析 ,可以

对网络舆论管理者提供帮助。

3)子网探测及子网特征分析算法对模拟数据集

是可行的 ,但是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使用更大规模的

实证数据集来验证算法的有效性。本项研究工作目

前正在进行中 ,将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并改进已有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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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within Virtue Community

Based on Cohesive Sub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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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et hods of t raditional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are not fit for Web public opinion because of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Web , for

example , anonymity subject spread swiftly1 However , t he development of Web data mining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ake support to Web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1 This paper , using t he met hod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 analyzes t he community of members wit hin t he forum and

t he characteristic of member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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